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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施春莉 赵洪军

“政府工作报告令人振奋，深受鼓舞。

如何把政府工作报告的思想、坚持的原则与

牡丹江的实际相结合，是我们需要

着重思考的问题，牡丹江要抢抓追

赶跨越的机遇期、提速期，全力打造

中俄地区友好合作示范城市，实现

沿边开放转型升级。”3 月 5 日，出席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全

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市

长林宽海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牡丹江市作为全国对

俄贸易第一大市、全国唯一“中俄地

区友好合作示范城市”，正紧紧抓住

中俄经贸合作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

期、东北亚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和经

济一体化趋势加强、东北振兴新 10

年谋求更大突破、俄罗斯加入世贸

组织、加快远东开发等历史机遇，全

力推进境内外园区的建设，充分发

挥牡丹江口岸城市的平台、通道、基地和窗

口的作用，搭建全国对俄合作大平台。

林宽海透露，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牡

丹江沿边开放又取得丰硕成果：牡丹江市华

信新友谊农场项目、华宇滨海经贸合作区 2

个项目被列为中俄国家级 10 大战略合作项

目；境外园区作为 APEC 会议期间中俄合作

重要展示成果；对俄农业合作规模保持黑龙

江省第一；华信农场成为中俄农业示范项

目。去年，全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实现

12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5%，高于全国平均

增幅 15.3 个点，占全省的 33.5%，总值居全省

首位。对外贸易总值、增幅均创历史新高。

全市对俄进出口总值实现 67.79 亿美元，同比

增 长 26.14% ，占 全 省 对 俄 贸 易 总 额 的

31.81%。外贸进出口总值和对俄贸易总值，

分别居全省和全国地（市）级城市首位。

近几年来，牡丹江全力打造全国沿边开

放先导区，在全国沿边开放中实现意识先导、

产业先导、合作先导。2008 年底，黑龙江省

委把“哈（哈尔滨）——牡（牡丹江）——绥（绥

芬河）东（东宁）对俄贸易加工区”升级为省级

战略，成为全省“八大经济区”之一。2011

年，“牡（牡丹江）绥（绥芬河）地区区域发展”

又被列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2012 年 7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

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2-2020 年）》，纲

要明确提出“支持牡丹江市建设中俄地区友

好合作示范城市”。这些因素，均有力地促进

了牡丹江沿边开放转型升级。

林宽海强调，牡丹江把园区布局与俄罗

斯远东地区产业布局相结合，瞄准俄方基础

设施建设、能源资源深加工，增强境内外园

区承载能力；通过实现通道、载体、贸易方

式、人文交流、服务措施等“五个示范”，建设

中俄地区友好合作示范城市；充分发挥牡丹

江作为对俄枢纽站的作用，发展跨境连锁加

工企业，吸引全国企业到牡丹江设点，做好

转口贸易、出口贸易文章，加快发展旅游、农

业等多元化产业。牡丹江已经全方位构筑

起中俄两国地区经贸、投资、旅游、人文交流

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为全国企业家开拓俄罗

斯市场、中国与俄罗斯能源资源合作搭建中

俄地方合作大平台。

提起已经取得的成就，林宽海高兴地

说，去年，牡丹江境内、境外园区已经成为战

略投资者的热土，项目建设搞得红红火火：7

个境内园区新上项目 80 个，累计落户项目

785 个，亿元以上项目 255 个，完成投资 353.3

亿元。6 个境外园区累计完成投资 34.11 亿

元，入驻企业 57 户，跨境连锁加工企业达到

115 户，成功创建了东北地区唯一的中国林

木制品出口基地，并成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

专业型示范基地”。在俄农业种植面积突破

400 万亩，七大物流园区功能日渐完善，创建

全省首个公用型物流保税仓库。开展了具有

牡丹江特色的“中俄旅游年”活动，促进了旅

游业从两季兴旺转向四季繁荣，全年旅游接

待人数超过 1000 万人次，总收入 61.3 亿元，

分别增长 15.7%和 15.6%，出入境人数达到 87

万人次。牡丹江企业也纷纷扩大境外投资力

度，经国家商务部批准，金跃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 130 万美元，在韩国组建株式会社金跃韩

国分社；黑龙江兴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投资 200 万美元，在中国香港地区成立子公

司；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29

万美元，在中国香港地区成立子公司。

■ 本报记者 施春莉

乳品业是中国食品行业中最具发展潜

力的产业之一，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乳业的

经济链条，连结着农牧养殖业、生产加工业、

终端销售业等环节，涉及上百个相关产业，

利益相关者达到数千万人，更不用说数亿的

消费者。投身这项健康国人、健康中国的伟

大事业，是每个乳业人的光荣。在全国两会

期间，记者就加强乳品诚信，塑造民族乳品

信誉等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

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景海。

王景海谈道，“听了总理的报告，我很受

鼓舞，也亲身感受到了近些

年 国 家 各 方 面 的 发 展 变

化。报告中提到了对农业

的支持和重视，中国是农业

大国，今年的财政预算对提

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

运 行 质 量 又 加 大 了 投 入 。

当前，食品安全危机、特别

是乳制品信任危机仍然严

重 ，支 持 现 代 化 大 农 业 发

展，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

土地上转移出来，实现规模

化经营，是业内的期望。而

支持乳品工业和畜牧产业

化发展，转移城镇化后的劳

动力就业，重点支持绿色乳

品产业发展，可以解决食品

安全的产业标准化问题，提

升消费者的信任，有力带动

国产乳品的内需消费能力，推动土地的规模

化经营与奶业的发展。

王景海表示，黑龙江省是高寒地区，每

年就产一季作物，农药残留量是全国平均数

的七分之一，化肥残留量是全国的四分之

一，且黑龙江省昼夜温差大，日照时数长，干

物 质 积 累 高，农 产 品 质 量 好，乳 品 的 品 质

好。最重要的是，黑龙江省是没有转基因产

品的净土，包括畜牧饲料产品在内，全国认

证的绿色产品有一亿亩，黑龙江省就占了

6700 万亩，黑龙江省是粮食大省，也是畜牧

大省。所以，支持黑龙江省加快发展安全食

品，重点支持绿色乳品产业发展，做强做大

龙头乳业，破解中国乳业的窘境，夺回乳业

市场话语权，让国人受益，做到这些，黑龙江

省具有独特的优势，依据是：

1.社会效益明显。50 万头奶牛可以安

置 20 万劳动力，养活 70 万人口，这还不包括

物流、包装、印刷、饲料等产业的配套发展。

2.有效提高农民收入。转移农业劳动力增

加了农民的土地耕种面积，直接使农民增收，

更有利于农业实现现代化生产与规模化经营。

3.农业劳动力和畜牧业劳动力收入稳

定、持续、同步增收。以地处边陲，地域寒冷

的黑龙江为例，冬季时间长，发展奶业可使

畜牧业劳动力变“冬闲”为“冬忙”，增加产值

和效益。

4.增强就业能力。乳制品产业链长，劳

动力就业的空间大，因此，发展乳制品产业不

仅能解决城镇化后人口集聚需要新的就业空

间和产业支撑的问题，还能起到发展经济、增

加地方财政收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

同时稳定边疆人口，减少劳动力外流，为建设

边疆增加人力与政府公共财力，提升城镇化

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

5.提 高 闲 置 资 源 的 利 用 率 。 山 腰、地

角、林边，搬迁区都可以用来从事畜牧业。

目前由于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以及

进口奶粉的竞争，民族乳品企业，特别是国

企都承担着维护奶源安全、稳定奶农利益

的重大社会责任。而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

中国香港也开始限购奶粉。除了中国香港

之外，美国 Target 卖场每人限购 5 罐奶粉；

新西兰去年 9 月颁布法令禁止网上代购；

澳大利亚贴中文标示每人限购 3 罐奶粉；

德国每人限购 2 罐；荷兰各大超市限购 1 罐

至 3 罐不等；中国澳门优先接受当地居民

登记购买。

现在，“洋奶粉”已经掌握了国内奶粉市

场的定价权。就未来发展，养活中国后代不

可能依靠国外乳品，因此，大力发展优质乳

品产业，提高国内乳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是目前每个乳品人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王景海表示，要带领完达山领航乳制品

业，承担起喂养中国人后代的责任。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完达山将继续抓好奶源、生产、

检测、研发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确保全产业、

全过程的食品安全，让国人喝上放心奶，重

塑民族乳品信誉。

■ 本报记者 施春莉 赵洪军

通讯员 唐国忠 关立民

近年来，黑龙江大兴安岭依托神州北

极、神奇天象、神秘源头的地域优势，借助

“大森林、大界江、大冰雪、大湿地”的生态金

字招牌，转变发展视角，推出 5 项举措，突出

打造“旅游新兴区”、“绿色产业四大基地”，

为大兴安岭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打造中国北方生态旅游新兴区

大兴安岭地委、行署按照“发展大旅游、

培育大支柱、形成大产业”的发展思路，近两

年来，投入 10 多亿元资金用于漠河机场建

设和加格达奇机场改扩建工程，漠河机场夏

季每天航班达到 8 个，冬季每天航班也达到

2 个至 4 个，呈现出“一票难求”的火爆局面，

此外，加格达奇机场已于去年 6 月通航。

近两年来，大兴安岭地委、行署主要领

导先后 10 余次带领重点旅游企业，赴北京、

上海、浙江、广东、港澳台等地进行旅游宣传

推介。

按照“神州北极村、避暑养生地”的形象

定位，全区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收入均保持

了 35%以上的增速。2012 年，全区旅游接待

人数 352.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3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8%和 20%，已成为中国北方

生态旅游新兴区。

做大蓝莓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大兴安岭野生蓝莓资源十分富集，分布

区面积达到 782.5 万亩，蕴藏量 8.76 万吨，允

收量 4.71 吨，被誉为“中国野生蓝莓之乡”。

2011 年，野生蓝莓原果每斤售价达到了 25

元，在保护野生资源的基础上，加大了人工

蓝莓种植力度，建立了 2 个组培生产基地，4

个扦插生产基地，蓝莓种苗繁育能力达到

500 株，人工种植蓝莓 1.2 万亩。依托丰富的

资源优势，加快了蓝莓产业化进程，大兴安

岭林区已有北极冰、超越、百盛、依莓等蓝莓

生产加工企业 24 家，开发出蓝莓冰酒、果

干、果糕、花青素提取物、软胶囊和口服液等

十大类 160 多种产品，产品不仅远销北京、

上海、广州等国内大中城市，还远销美国、日

本、韩国等国家。尤其是北极冰蓝莓酒庄研

发的蓝莓干红、冰酒、白兰地等产品，全部通

过了国际质量认证、质量安全认证和有机食

品认证。“中国北极蓝莓”被国家质检总局正

式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让黑木耳产业成为百姓致富捷径

大兴安岭黑木耳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

等含量远高于其它地区的同类产品，特别是

胶原含量高出了 20 倍以上。如今，大兴安岭

现有黑木耳加工企业 42 家，压缩、冲饮、多糖

等 13 种产品被认证为有机食品，在北京、天

津、上海等 23 个大中城市建立了销售网点，

木耳平均每斤销售 32 元，市场供不应求。

2012 年完成食用菌养殖 19691 万袋；10 万袋

规模以上的基地 64 个；从业人员 10654 人。

同时，积极推广黑木耳技术和麦饭石黑木耳

项目建设，提升黑木耳品质和附加值，实现规

模化生产，2012 年黑木耳产业收入 4.6 亿元，

使食用菌真正成为了富民产业。

打造野生中药材保护利用基地

大兴安岭是我国寒温带天然药库，野生

中药材之乡，药用植物 600 余种，国家珍稀濒

危保护药材 20多种，野生药材贮藏量高达 200

万吨，市场价值在 10 亿元以上。近几年，已建

成黄芪、原麝、草苁蓉 3 个省级野生药材资源

保护区，总面积达 12 万公顷；聘请中国食品药

品鉴定研究院、中国药典委员会完成了黄芪、

五味子、苍术、赤芍 4 种野生药材的品质鉴定，

叫响了大兴安岭是野生药材品质最优良产地

的品牌；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联合建立了省

级野生药材人工抚育和补植科研示范基地，

林下人参种植和黄芪、苍术等野生药材人工

抚育补植技术获得成功；宛西制药投资 3 亿元

的中药材 GAP 种植加工以及养生院、大药房

等项目成功落地大兴安岭。同时，将进一步

加快野生中药材保护利用，把大兴安岭建成

全国重要的野生中药材保护利用基地。

把脱毒马铃薯种植加工

打造成为创收新亮点

大 兴 安 岭 地 处 黑 龙 江 第 6 积 温 带，是

理想的高纬度马铃薯繁育区，其综合试验

站被列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 31 个

综 合 试 验 站 之 一 ，是 黑 龙 江 唯 一 进 站 单

位。近年来，这个地区借助自身的地域优

势，不断加大马铃薯产业的培育力度，重点

推广了早大白、尤金、鲁引一号、中暑一号

等适应大兴安岭栽培的优良脱毒马铃薯品

种，注册了“兴佳”、“嘉丰”牌种薯商标，建

成了 34 家马铃薯专业合作社，马铃薯产业

蓬勃发展。形成了以丽雪精淀粉公司为龙

头的马铃薯加工企业，年精淀粉加工能力 2

万吨，公司已通过 IS9001：2000 国家质量体

系认证、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

标志认证和 IMO 国际组织有机食品认证，

丽雪精淀粉品牌，已成为黑龙江著名商标

和中国驰名商标。如今，全林区马铃薯、商

品 薯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10.8 万 亩 ，产 量 21 万

吨。并与内蒙古兴佳薯业有限公司展开了

积极合作，该公司计划在大兴安岭建设 2

万亩马铃薯脱毒种薯原种基地，4 万亩原料

基地和 2 万吨淀粉加工厂。

采访结束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大

兴安岭地区行暑专员单增庆自信地说：“通

过这些富民强区的举措，我相信未来的大兴

安岭地区一定会发展得更好，人均年收入超

过 10 万元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黑龙江大兴安岭五措并举富兴安

牡丹江实现沿边开放转型升级
——访全国人大代表、牡丹江市市长林宽海

做好优质乳品产业 重塑民族乳品信誉
——访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景海

牡丹江市市长林宽海牡丹江市市长林宽海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景海总经理王景海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大兴安岭地区行署专员单增庆在林区视察工作大兴安岭地区行署专员单增庆在林区视察工作


